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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世代生活于南方的“越人”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现今依然穿着蜡染服饰的“百越”民

族后裔，世代耕种水稻。从稻作文化投射于蜡染艺术中的深层内含，可窥视古代农业社会发展轨迹、农

耕文化心态及其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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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古称蜡缬。我国南方是蜡染艺术的发源地。“百越”是蜡染艺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民族。《贵

州通志》记载了蜡染的制作方法：“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即去蜡，则花纹如绘。”现今依然穿着传统

蜡染服饰的“百越”民族后裔，在我国南方的辽阔地区，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流域，依山傍水，聚

族而居，耕种稻田，播种稻谷，收割稻米，世代生息。 

人类始终依赖于一定的环境条件而存在，民族是一个人类共同体，不管后来发生什么变化，民族的

产生和形成发展，总是有着共同的地域条件。古越人就分布的地域情况来看，史家称为“殆环据中国西

南各省，如川、滇、黔、桂等……而东循滨海各地如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更亘于皖、赣、鄂之交，

盖不啻为中国南海东海所环抱一弧形区域焉。”古越人在殷商时期，已大量活动于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

地区，历史上由于居住地域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形成称谓不同的许多支系。《汉书·地理志》说：“粤



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颜师古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隋书·南

蛮传》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儴、曰俚、曰僚、曰迤，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

先所谓百越是也。”这些支系林立，种姓繁多的越人体系，历史上被称为“百越”或“百粤”。 

古越人是我国最早耕种水稻的民族，蜡染艺术与农耕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制作蜡染需要棉布。棉布

的产生，必须有充分的种植业，才能进行棉花的种、纺、织，形成棉布。蜡染的制作是一种手工艺。工

艺水平的提高就有赖于农耕经济的发展。从事农耕，过程复杂，技术多样，生产技术的提高，有助于工

艺水平的提高。没有复杂的耕种技术，就不会产生技术性强的蜡染艺术工艺品。格罗塞认为，农耕民族

在文化上比狩猎民族高。 

中国古文献有记载，据《说文》“禾，嘉毂也。”“稻，稌也。”“禾”在汉语各地说法并不一致，

北方之“禾”指小米，长江以南却指稻。南方用“禾”指稻由来已久。《说文》载：“秏，稻属。从禾，

毛声。伊君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南海指南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长期生活在南

方的“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语族的语言中得到证实。稻是种在田里的，有关稻田的词却保持了一致，这

说明，“水稻”和“水田”等词在壮侗民族所属语言中是一致的。这一点无疑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了古

代百越民族以水稻耕作作为其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再一次说明，古代百越民族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共同的

水稻耕作农业。 

蜡染艺术由于工艺发达，区域不同而类型多样，纹样丰富。但蜡染作为服饰没有等级之分，只有老

少之别，区域之异，这同样与农耕有关。虽然“百越”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就进入农耕社会，到战国时代

才进入阶级社会。在原始社会，大家共同劳动，从事农耕，种植稻谷，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工。人人处于

同等地位，无上下之分，贵贱之别。长期的原始农耕经济，又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使人们形成了平等

共处的思想意识。格罗塞指出：“在原始民族间，没有区分地位和阶级的服装，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地

位阶级之别的。”“百越”民族居住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温暖，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村寨

就在山脚河边，依山傍水，形成了蜡染艺术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从蜡染艺术的纹样图案看，与农耕环境有关。从事农耕，耕种植物，人们必须采用植物纹样，有谷

粒纹、桂花纹、梅花纹、花瓣纹等，植物纹样是耕种植物的反映。格罗塞指出：“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

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反映狩猎的动物纹

样，如鱼骨纹、虾纹、龙纹等也是与农耕有关的动物纹样。这种纹样特点，其价值取向始终离不开稻作

文化主题。蜡染艺术上还有大量的抽象几何纹样，如三角纹、菱形纹、八角纹、方格纹、齿形纹、螺旋

纹、圆圈纹、点纹等。这些纹样的出现，也涉及到人们的生产生活。 

耕种植物，从种到收要经过一系列过程，周期长，各个环节、阶段不仅相互联系，而且是逐渐加强

和复杂的趋势。农耕社会的劳动者抽象能力较强，善于进行抽象的思考和再现，因此，带来了抽象纹样

的繁荣和发达。霍恩施认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与定居的农耕生活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在我国具有悠久

稻作文化的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发掘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流传下来

的工艺、服装，特别是蜡染艺术，几乎都是植物纹样和抽象的几何纹样。这些地区就是我国最早耕种水

稻的地区，也是“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从而使我们看到蜡染艺术的农耕环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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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艺术纹样，与“百越”民族的原始崇拜有关。蜡染艺术描绘了人们信仰、崇拜、欣赏的事物，

反映了人们古老的审美情趣和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那时人们相信人类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植物的某

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人类在描绘任何一种信仰、崇拜的物象时，总是按照他们对自然物象的初

步的朴素的认识，都带有先民对自然物象认识模糊性的一面和对自然物象无尽崇拜的观念。蜡染艺术的

原始崇拜都与稻作文化有关。 

人类为了生存，不仅要制造工具，从事劳动，而且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原始人类认识能力低

下，于是产生了巫术。纹身在古代越人地区普遍存在，至近、现代，南方一些“百越”民族后裔保留有



纹身习俗。《汉书·地理志》记载：“（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发纹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纹身常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进行，纹上崇拜的对象，用一种损坏身体的行为祈求保佑身体的安全。龙生活

在水里，人们耕种稻田，离不开水的灌溉，农耕民族对水的需求，从而产生了对生活于水中的龙的崇拜

心里。在纹身中可以找到蜡染艺术纹样的原型，说明它由纹身演变而来。“纹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我国南方“百越”民族有龙图腾的痕迹，蜡染艺术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联系。 

 

在蜡染艺术纹样中，有大量的稻作文化崇拜痕迹，谷粒纹与谷物崇拜有关，鱼骨纹来源于鱼图腾，水

波纹、漩涡纹与水崇拜有关，螺旋纹似蛇的盘曲状和龙纹来源于对龙的崇拜，圆圈纹与太阳崇拜有关，云

雷纹来源于天崇拜、雷崇拜，齿形纹与山崇拜有关，三角纹、菱形纹来源于鱼崇拜，由鱼的不同部位演变

分化而成。这些纹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形成了。有的纹样可以在南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青铜器上看到。

朱狄指出：“这类‘装饰’的起源仅仅追溯到动物某些器官的象征意义是不够的，而必须追溯到早在史前

时代就建立起的巫术信仰。”这些纹样由图腾崇拜形象的模仿演变而来。 

蜡染艺术的崇拜内容，是原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对自然物象的信仰、崇拜的神

秘性。在人类的深层意识里，自然是强大的，人类是渺小的，有一种只能顺应自然的感觉。蜡染艺术纹样

的演变是由写实向抽象过渡，表面看来是简化的纯形式，其实这种简化是崇拜观念增强的过程。抽象化反

映了人们崇拜意识的加强，崇拜观念的理性化，崇拜形象以刻绘方式出现，更能产生它的神力作用，更易

于表达出一种神性的东西，从而更吸引人，使人从一种感觉中体验到崇拜的含义和内容。因此，抽象化的

纹样更能满足人的崇拜要求和巫术需要，激起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情感，传达出一种原物所不能传达的神秘

色彩。 

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艺术，原始人类的美感总是与劳动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在改

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并培养了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的技能，在描绘自然物象的时候，总将对自

然物象的神秘感和强烈要求征服自然的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处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还没有完全

掌握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又渴望征服自然，从而改造自然，几乎成了人类强烈的追求。于是经过形象思维，



使其具象化为图案，是对自然物象形态的模拟，从他们的实践中发自内心感受而不自觉地领悟出来，其夸

张变形部分，也是人类平日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因此格外感到亲切、真实、可信，而且，附予它许多神秘

的东西。 

蜡染艺术是自然物象抽象图案与抽象几可纹并茂，几何纹图案有它深沉的内涵。蜡染艺术由形象的写

实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由再现到表现，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蜡

染艺术的原始崇拜沿着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而进行，达到神人合一的完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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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艺术纹样起源于耕种水稻的“百越”民族后裔的稻作文化传统，作为整个稻作文化圈系统的内容，

蜡染艺术纹样同“百越”民族后裔珍视的铜鼓纹样也很相似，也可以在铜鼓上看到。铜鼓本来是一种炊具，

也没有什么纹样，后来成为一种乐器，才被刻绘上纹样。由于这些纹样具有图腾崇拜的含义和内容，铜鼓

便由炊具、乐器而成为神力的象征，具有神的威力而被用于巫术祭祀中。《宋史》卷４９５有“夷僚疾病，

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独山州志》有“丧葬，……击铜鼓”。在保存铜鼓时，不是悬挂于房里或洞

中，而是在家里，经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深埋于稻谷之中，使其具有的神力得已保存。 

 “百越”民族存在着铜鼓文化，少数民族视铜鼓为珍品，在民间存在着蜡染艺术纹样来源于铜鼓上纹

样之说，蜡染几何纹同铜鼓几何纹的相似，实质上是民族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上的共同表现和

审美意识的相同，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使我们看到了蜡染艺术与稻作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蜡染艺术大量

地保存了稻作文化的深层内容，导致现今的“百越”民族后裔的蜡染艺术不同程度地仍然还属于原始艺术

范畴。它们的传承性、稳定性和民族性的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农耕心理状态和思想方式的特征。 

在“百越”民族后裔中，与农事稻作有关的节日很多，每逢民族的盛大节日，少数民族都要穿着由蜡

染做成的传统服装进行庆祝。“百越”民族后裔的百褶长裙有这样的图案：白色的天空中布满一颗颗圆圆



的星星，这种百褶长裙穿着时是围在孕育与生产生命的妇女的下半身，是人们对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产生

了强烈的期盼。男女青年在节日活动中，互赠蜡染品作为信物，表示相互的信任和爱慕。 

蜡染艺术有些并不以整块出现，而是镶在袖子上，头帕上。“百越”民族都有过迁移的传说和历史，

在蜡染服饰的上衣，袖子上就由两块漩涡纹的蜡染图案组成，这表明他们是在江河流域的地区，顺江溯河

地发展壮大。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蜡染艺术的稻作文化意义进入深一层次的了解。 

蜡染艺术在“百越”民族后裔中，具有许多神奇的力量。在下冰雹时，人们为了得到丰收，禁止住冰

雹对稻田里水稻的灾害，便会把百褶长裙拿到门口来扇，以示借天神的威力镇住雹魔……。在婚丧嫁娶时，

人们要穿着传统的蜡染服饰进行，这些都跟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关，使我们看到了蜡染艺术的稻作文化意义。 

每年七月半，“百越”民族后裔的少数民族，每户人家吃过饭后，都要插“路香”，点一大把香从神

龛插起，经大门梯坎一直插到大路上，插得越远越好。此举意在接谷魂，能使谷物丰收。弗洛伊德说：“灵

魂的观念是整个灵魂学说体系的最原始的核心。”“百越”民族后裔的“尝新节”，把成熟的稻穗摘回家，

蒸或煮熟后祭供，祈求谷魂早日回家，而摘谷魂回家本身以象征性行动证明主人已占有谷魂，谷物必定丰

收无凝。“百越”民族后裔还有一种信仰，即认为有一种鬼魅会暗中偷食谷魂，使谷子经不起食用，为了

驱赶鬼魅，赎回谷魂，人们一般在农历七月或丧葬仪式后举行“赎谷魂”仪式。叔本华说：“如果没有死

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拉法格则进一步指出：“其实基督教关于鬼魂的学说只不过

是多神教的学说的继续，多神教学说又是野蛮人的鬼魂学说的重复。”谷魂崇拜的产生无疑是很早的，由

此也可见稻作文化历史的悠久。 

蜡染艺术中反映的农耕文化以稻谷的种植为其突出内容。稻谷的耕作不仅很早就进入了犁耕阶段，而

且派生出一系列关于水稻的文化因素。综观蜡染艺术，我们对“百越”民族农耕的特性获得的是一种强烈

的稻作文化的现象。 

从蜡染艺术的农耕环境特点，图腾崇拜内容，以及稻作文化意义等等特征上看，蜡染艺术现今仍然保

存着“百越”民族的深层文化内涵。在“百越”民族史研究中，存在着铜鼓文化、稻作文化等富有南方民



族文化特点的历史传统。民族是在特定的历史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其文化也

有其连续性、传承性、民族性的特点，这些文化及其艺术一脉相承，共同组成一个大文化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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